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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产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

“超级天眼”即将睁眼看宇宙

300 个坑中选中“天眼”的家
此前，世界上最灵敏的射

电望远镜， 分别是德国波恩
100 米望远镜和美国阿雷西
博 300 米望远镜。 前者是可以
移动“摇头”的，后者则借助波
多黎各岛上的喀斯特洼坑建
造。

1995 年底， 北京天文台联

合国内 20 余所大学和研究所，
成立了射电“大望远镜”中国推
进委员会， 提出了利用贵州喀
斯特洼地建造球反射面。

此后，中国科学家们进一步
推进喀斯特概念，提出独立研制
一台新型的喀斯特单元，即 500
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。

为了给“天眼”安家，两家
院所进行独立搜寻， 从 300 多
个候选洼坑中遴选。 结果，位于
黔南州平塘县的大窝凼两次都
获最高分。 贵州天然喀斯特洼
坑提供的条件， 始终都是中国
大射电望远镜最独到、 成为世
界最大最强的基础。

中国大射电望远镜强在哪？
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

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
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说， 仅圈梁、
索网和支撑馈源舱的 6 座高塔
就用掉 1万多吨钢材。望远镜反
射面总面积为 25 万平方米，相
当于 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。

“我们的最初设计理念源自
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。但跟阿雷
西博相比，主动反射面系统是我
们最大的创新。 ”中国科学院国
家天文台研究员彭勃说，大射电
望远镜的索网结构可以随着天
体的移动变化， 带动索网上

的 4450 个反射单元，在射电电
源方向形成300 米口径瞬时抛
物面，极大提升观测效率。

中国大射电望远镜与德国
波恩望远镜相比，灵敏度提高约
10 倍， 跟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
相比，综合性能提高约 10倍。

扎根喀斯特天坑探宇宙深空
“跟其他射电望远镜一

样， 中国大射电望远镜最主
要的两大科学目标是巡视宇
宙中的中性氢和观测脉冲
星， 前者是研究宇宙大尺度
物理学， 以探索宇宙起源和
演化， 后者是研究极端状态
下的物质结构与物理规律。 ”
专家说。

地球大气层留给人类探
索宇宙两个窗口， 一个是光
学，一个是射电。 对天文学家
来说， 如果光学望远镜是显
微镜， 那么射电望远镜就是
CT 机，可以获得天体的超精
细结构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 全世
界所有射电望远镜收集的能
量尚翻不动一页纸， 中国大

射电望远镜的加盟将大大加
快这一速度。 而收集的能量，
意味着解读宇宙深处奥秘的
信息量。

“从射电望远镜诞生至
今，人类共发现了约 2500 颗
脉冲星， 如果中国大射电望
远镜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观
测脉冲星， 它一年时间内就
有望将这个数量翻倍。 ”专家
说， 脉冲星可以用于脉冲星
导航、 脉冲星计时阵等应用
目标。

专家认为， 大射电望远
镜还有可能会发现一些前所
未见的脉冲星现象， 比如说
一个脉冲星和一个黑洞结
对， 那么就可能产生突破性
的理论。

未来 10 至 20 年保持“世界一流”
物理学发展中的每一次

小小的进步， 都伴随着极大
的艰难与曲折。 但在人类文
明进步的每个阶段， 物理学
始终站在解放生产力的前
沿。 彭勃说，科学家利用阿雷
西博望远镜发现引力波，并
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 中国
大射电望远镜则为自然科学
特别是物理学相关领域提供
了重大发现的机会。

“针对大众十分关心的大
射电望远镜能否用于寻找地
外文明，答案是肯定的。”专家
表示，它是探测系外行星尤其
是类地行星的利器。由于灵敏
度提高，它能看到更远、更暗
弱的天体， 通过探测星际分

子、 搜索可能的星际通讯信
号，寻找地外文明的几率比现
有设备提升了 5至 10倍。

在 7 月 3 日馈源舱升舱
和反射面板按计划完成安装
后， 大射电望远镜将进行 2
个多月的系统调试， 于 9 月
底正式竣工投入使用。 但要
实现所有功能参数最优化，
它还要在两三年的观测中不
断调试完善。

“大射电望远镜建成后
将成为中国天文学研究的
‘利器’， 在未来 10 至 20 年
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。 ”
专家说，“希望中国科学家尽
快利用它出成果。 ”⑥6

据新华社电

这是 7 月 3 日拍摄的主体工程完成后的 FAST 全景。 新华社

位于贵州黔南州平塘县大窝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———500 米口径球面
射电望远镜（FAST）的最后一块反射面单元 3 日成功吊装，这标志着 FAST主体工程
顺利完工。 这只“超级天眼”预计于今年 9 月全部竣工，开始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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